
信阳·民生首席编辑：王娟创意：陈艳质检：陈亚莉
A

4

2015.2.28

星期六

礼轻情意重暖暖过春节

“谢谢你们还能记挂着我，让我这个春节过得格
外温暖！ ”转眼间，又是一个春节，很多市民都忙着居
家团聚，走亲访友，虽然杨清梅老人因为家庭和身体
双重原因没法出去，但是有“亲人”主动上门来看望
她。

老人口中说的“亲人”是河区车站办事处工区
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过节期间，居委会主任付艳玲
和社区民警李邵芳，与市中和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一起，带着米面油和慰问金，来到了老人位于
航空路的家中。

“我现在过得已经挺好的了， 这些钱我真的不能
要！ ”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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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杨清梅跟儿子住在低矮的小平房
内，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因为
儿子患有精神疾病，老人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
儿子，再加上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老人每个月只能靠
低保过日子，尽管如此，老人却不愿意接受企业送来
的慰问金，“你们能来看我，我就已经很高兴了，我有
低保，不缺吃的，钱你们拿回去！ ”

除了给杨清梅老人送东西外，居委会和企业还给
社区的十几家困难群众送去了过年的必需品。 “这个
社区破产企业多，困难群众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尽
力去帮助他们！ ”李邵芳不仅是工区东居委会的社区
民警，同时也是这次慰问活动的发起人，“以后我还会
不定期发起这样的活动！ ”

“虽然我们公司才成立一年多， 但是献爱心是不
分企业大小的！ ”市中和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熙旺对记者说道，“今后我会继续深入这个社区，让每
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感受到温暖！ ”

春节假期的尴尬事，你遇到了吗？

相亲频繁脱单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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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伙程辉家住潢川农村，受父母之命，

春节期间他最大的任务就是相亲。

“过年之前，父母就不断催我去相亲，过完年出
去拜年的时候依然不放过机会，遇到适龄的女孩儿
就赶紧催我去见面。 ”程辉无奈地说，“咖啡馆、茶
楼、西餐厅……这些适合相亲的场所都少不了我的
身影。 还有一次的相亲对象竟是同学的妹妹，当时
尴尬得我都下不了台。 ”

程辉感慨道：“这个春节别人都在拜年，而我不
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 脱单真难！ ”

幸运脱单拜年怕吃饭
有人幸运脱了单，踏入婚姻的殿堂，却也犯了

愁。 新女婿小洪向记者吐槽：“头一遭到岳父家拜
年，两天被灌了四回。 ”

因为风俗习惯的原因，新婚第一年去女方家拜
年，女方父母会请一些人陪女婿吃饭，喝酒就在所
难免了。 春节前刚刚结婚的小洪便遇上了这种尴

尬。 他向记者吐苦水：“一群兄弟老表陪着，不喝酒
就不让吃饭，喝得我最近胃都不舒服，到了饭点都
紧张。 ”

“咱信阳人热情，酒桌上更热情，非得让客人喝
好喝高兴了为止，俗语说‘感情深，一口闷’，你不喝
还不行，到最后我只能喝晕了。 ”小洪闷闷地说。

衣锦还乡停车有风险
衣锦还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倍儿有面子的事

情，所以不少人在春节期间买了新车，不仅出行方
便，也给自己赚了不少面子。 可开着新车回息县老
家的曹先生却遭遇了痛心的事儿。

曹先生大年初三开着新买的汽车回老家拜年，

晚上就把车停在了家门口的路边。 “农村的汽车比
较少，我停的位置也不耽误其他车辆通行，本来我
是很放心的，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一
早，看着被划伤的新车曹先生心疼地说，“我都还没
来得及上牌照呢，不知道是谁划的，但是以后会小
心的，不会随便停在路边了。 ”

春节长假已过， 上班族
也都带着一颗激动兴奋的心
回到了工作岗位。 虽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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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假期让很多人卸下工作
上的重担，但喜庆团聚之余，

有些市民也遇上了这样或那
样的尴尬事。 催相亲、 被灌
酒、新车“破相”……看看别
人的这些尴尬， 你是否也遇
上了。

销售燃放孔明灯，罚！

我市元宵节期间将集中开展专项治理
信阳消息（邵伟）“孔明灯”又称“祈愿灯”

,

是群
众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 原理是以可燃物为燃料，点
燃后利用气流使其上升。但由于燃放孔明灯存在重大
火灾隐患，极易引发火灾事故，严重影响公共安全、航
空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
定，元宵节期间我市公安、消防、工商、城市综合执法
局将集中开展违规、违法燃放“孔明灯”专项治理工
作，确保元宵节期间不发生因燃放“孔明灯”引起的消
防安全事故。

按照专项治理工作要求，专项治理期间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规定，生产、储存、销售孔明灯；

严禁在全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场所燃放孔明灯；凡主
办体育、文化、展销、庆典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严禁燃放孔明灯；凡违反本通告，生产、储存、销
售、燃放孔明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给予治安拘留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要求，各机关、学校、广场、林场、公园等主管
单位，要主动做好教育宣传、劝阻制止等工作；全市广
大人民群众要自觉遵守有关安全工作规定，对发现违
规销售、燃放孔明灯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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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拉布拉多犬“放下身段”看护田园

正月初二， 我们雷打不动
地都去姥爷家拜年。 一大家子
齐聚，难免聊点新鲜事，以往，

我们“见多识广”的小辈总是滔
滔不绝，牢牢占据话语权。可今
年不同， 资深农民姥爷成了新
鲜事的焦点。

为啥呢？ 一只活泼可爱的
拉布拉多犬从城市来到农村，

为姥爷看家护院。 这事儿够新
鲜吧！

姥爷家住豫东农村， 那里
几乎家家户户养狗。 这类狗都
是农村常见的土狗，雅号“中华
田园犬”，看门用。去年秋天，家

里的“中华田园犬”死了，酷爱
养狗的姥爷闷闷不乐。 为了让
老人家开心，家人想再养只狗。

没过几天， 一只原产自加
拿大的拉布拉多犬带着狗粮，

坐着小轿车被表弟从郑州
带到了豫东农村

,

它要定居
在此。

这只拉布拉多犬性情温
和，很快便博取了姥爷的欢心。

在他的悉心调教下， 这只狗狗
也摒弃了城里养成的娇惯习
气，“放下身段”， 融入乡村环
境：狗粮不吃了，开始与主人家
同甘共苦；作息时间调整了，开
始早睡早起； 身边的小伙伴换
了， 从高级宠物狗换成了忠诚
可靠的乡村土狗。

“这只狗是小姐身子丫鬟
命吧。”我们听了，都在感叹“狗
命”坎坷。 可姥爷却不那么看：

“它喝的水是清的，呼吸的空气
是新鲜的， 清晨是被鸡鸣鸟叫
唤醒的。 这只狗来到农村有啥
不好呢？ ”

姥爷越说越激动， 话题也
由一只拉布拉多犬转移到了城
乡差别上，“现在美丽乡村建设
得如火如荼，道路硬化了，环境
变美了， 家家户户盖起了小别
墅，咱农村条件不比城里差。 ”

我们几个小辈仔细想想，

确实如此， 如今的乡村生活倒
是舒适惬意。见此情形，姥爷又
适时插上一句：“这只狗是到农
村享福来了。 ”

本报记者马依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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